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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平方米绿地上演“变形记”

从“遮丑”到“透美”
校园环境美出墙

本报讯 粉墙黛瓦、亦窗亦景、意
境悠远……最近，锡师附小城中校区
外的解放西路沿线美成了“网红打卡
点”，还将校园内的美景“透”出来形
成“景中景”。昨从无锡市市政和园
林局获悉，这条师生上下学必经之路
的“华丽变身”，得益于锡师附小城中
校区周边的绿化环境整治，获得了学
校师生家长和附近居民的好评。

沿着锡师附小外的解放西路人
行道步行，原先杂乱密闭的绿化带不
见了，变身为郁郁葱葱的草坪，上面
种植了杜鹃、金叶女贞等低矮灌木。
在通透的视野中，一面数十米长的文
化围墙“掀起盖头”来，粉墙黛瓦中一
扇扇花窗成为点睛之笔，沿着草坪铺
陈开来，宛若一幅山水画卷。透过围
墙上的花窗，校区内一片3000平方
米花海映入眼帘，开得正盛的石竹、
金鸡菊、百日草“美出墙”，这份独特
的“景中景”让途经行人驻足拍照。

“改造后的绿地就像一个街心花
园，有一种江南水乡的韵味，和学校
内部的美景相得益彰，孩子们特别喜
欢。”学生家长吴女士说，最近来接孩
子放学，她都提前在附近逛逛、拍拍
照。更让她惊喜的是，透过花窗还能
看到孩子们在操场上欢快活动，校园
独一份的“花海”美景也打开了，让更
多市民得以看见。沿着围墙行走向
北转到勤学路，两面蔷薇花墙映入眼
帘，成了很多市民的打卡热点。“没想
到校门口就是打卡地，接送孩子都成
了一件幸福的事。”不少家长感叹。

市市政和园林局园林绿化管理
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解放西路沿着
校园围墙外侧的绿地约 1000 平方
米，建成已有25年。作为在校师生
上下学的必经之路，原先绿地周边的
环境很煞风景，这里的绿化带起到遮
挡作用，因此绿地内树木高大郁闭。
随着校园围墙修葺一新，原有绿化从

“遮丑”变成“遮美”，与周边景观格格
不入，而且密闭的绿化影响了卫生保
洁。为此，市园林绿化管理中心主动
与校方沟通，制定并完成了绿化环境
整治。

此次绿地提升还对道路沿线的
植物进行了更新，保留了原有的无患
子、桂花、海棠等树木，清除了杂乱疯
长的中层灌木，新种植了杜鹃、石菖
蒲、翠芦莉等开花植物。眼下正值暮
春时节，杜鹃、蔷薇开得正盛，扮靓道
路沿线景观。等到春花“谢幕”，新种
植的翠芦莉将“接力”，在夏天绽放出
紫色花朵。到了冬天，还会有金叶石
菖蒲与火焰南天竹点缀色彩，实现四
季有景。

校园周边环境颜值提升了，师生
家长和周边居民出行也更安全了。
原先人行道的树池高出地面近20厘
米，并存在开裂破损等问题，容易绊
倒行人。此次改造将沿线的树池降
低至与人行道齐平，路面更加平整畅
通。此外，市园林绿化管理中心移除
了生长过密、影响采光的雪松和速生
杂木，保留了效果好的林荫，为即将
到来的炎炎夏日送上“遮阳伞”。

（蔡佳）

本报讯（晚报记者 黄孝萍/文
张嘉硕/摄）85年前的5月8日，一群
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为
番号的新四军到达无锡梅村，翻开了
新四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昨天上
午，来自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厦门
等地12位新四军将领后人以及无锡
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会员100余
人，来到锡东革命烈士陵园，举行庄
严的祭奠仪式，深情悼念长眠于此的
苏南地区“江抗”英烈们。

当天，多位新四军将领的后人用
一个个标准的军礼表达对先烈们的
缅怀，敬献花篮寄托哀思。刘凯军是

“江抗”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新四军
六师十八旅旅长刘飞的女儿，她常听
父亲讲起“江抗”的这段经历。1939
年5月，新四军第六团在团长叶飞率
领下，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的番号东进
抗日，5月8日到达梅村，无锡因此成

为新四军“江抗”东进的第一个落脚
点和抗战基地。“江抗”东进后，大战
黄土塘、夜袭浒墅关日军火车站、火
烧日军虹桥机场，声威大振。5个月
时间，部队从东进时的1000余人发
展到5000余人。

刘飞在江阴负伤，成为沙家浜
36名伤员之一，也是京剧《沙家浜》
主角郭建光的原型。“父亲有一个信
念，为中华民族不当亡国奴，为全国
老百姓翻身求解放”，刘凯军说，父亲
对子女们非常严格，几个子女都受父
亲影响，基本都在部队工作过，为国
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江旅安是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旅
长、十六旅政委江渭清的儿子，他表
示，无锡是父亲战斗过的地方，他每隔
一段时间都会来无锡看看。作为革命
后人，要继承先辈遗志，让人民生活变
得富裕、幸福和美满。何晓东是“江

抗”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何克希的儿子，
他说每次来无锡，看到父亲战斗过的
地方，都很激动。父亲在江南得到过
许多人的掩护，他和家人们一直心存
感激，时不时来祭奠这里的烈士。

97岁的胡新曾是谭震林的通信
员，他自豪地说，自己是“翻译官”，负
责“翻译”锡虞地区的方言。98岁的
朱琳琅如今生活在无锡，她12岁出
头就跟随父亲参加了新四军。“党叫
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朱琳琅说，
自己的工作一直在变，但为国报效的
心却从来没有改变。

无锡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
符惠明介绍，围绕“江抗”东进85周年
这一时间节点，研究会策划和筹办了
三项主题活动，包括缅怀“江抗”英烈、
举办新四军历史人物肖像画巡展活动
和《新四军六师师史》编撰工作座谈
会。

7日下午，新四军历史人物肖像
画展开展仪式在江南大学举行。这次
展出以烙画的形式，还原了60多位新
四军历史人物在特定时期的风采，无
论是创作内容还是形式，都属首次。

还原历史长河中的他们

展出现场，大家纷纷在画作前驻
足，寻找熟悉的人物。这次烙画肖像
展的创作者是汤沐，今年68岁，戴着
眼镜，北京口音。据介绍，这次展出的
61幅新四军人物肖像画，包括新四军
各时期的军部领导、各支队首长、各师
首长、“江抗”主要负责人，以及部分在
无锡地区战斗过的新四军老战士等。

烙画，要先在木板上作画，然后
用电烙铁烙出。“这些人物肖像来自于
他们在新四军时期的照片”，汤沐表
示，个别的人实在找不到该时期的照
片，才会用解放战争时期的来代替。

为了搜集这些照片，他也花了不
少力气，还发动新四军研究会找到后
人提供照片。有些照片模糊不清，脸
部的细节需要再加工。从一些烙画上
的人物形象来看，经过再创作，神情比
原照更加生动。

木板有正反两面，一面是肖像，
另一面有文字，包括姓名、职务，本人
的手记和印章等，“尽可能在最简洁的

内容中展现最大的信息量，希望给人
留下直观的印象。”

整整花费10个月时间

说起初衷，源自去年的一次朋友
聚会。那次聚会勾起了汤沐对父亲的
思念，他的父亲汤聿文曾是无锡新四
军历史研究会的理事，“我突然觉得利
用自己的技能弘扬新四军精神，是一
件有意义的事”。从去年5月起，汤沐
开始构思以代表性的新四军人物为主
线展开，讲述新四军的光辉历程。

他的第一幅烙画是在无锡完成
的。回到北京后，为了集中精力创作，
也避免烙铁产生的气味影响邻里，汤
沐去北京乡郊租了一处民宅，打造了
一间专属画室。去年夏天，北京有10
多天持续40摄氏度高温，烙画过程中
不能开空调、电扇，蚊虫还特别多，“在
煎熬和考验中进行创作，其实也是感
觉当年新四军的不易。”

那段时间，汤沐甚至一天都说不
了一句话，但他觉得内心非常充盈。
他第一次真切地走进这些人物的内心
世界，被他们的经历所吸引。比如，皖
南事变中的烈士袁国平是新四军政治
部主任。汤沐选取了袁国平拍摄于
1939年的一张照片，当时袁国平带着
队伍到苏南进行敌后视察，面带笑容，

对未来充满信心。一年以后，袁国平
在皖南事变突围时受伤，为了不连累
战友，他举枪自尽。“他有侠骨柔情，写
下了许多感人的家书”，汤沐说，他也
深刻理解了战争的残酷。

从2023年5月到2024年3月，
本次展出的烙画才基本完成，整整花
费了10个月时间。

传承铁军精神的新方式

汤沐父母双方的家族中，有11人
均为新四军战士。他的父亲汤聿文出
生在南通如东，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等多个重大战役。汤聿文离休后
本该在北京生活，但考虑到年迈的父
母在无锡生活，从北京迁到无锡尽
孝。来到无锡后，他先后担任42所学
校的校外辅导员，依旧发挥着一位新
四军战士的光和热。父亲的所作所
为一直是汤沐的榜样。15岁不到，
汤沐就参军入伍，通过自己的努力考
上大学……“我想延续父亲的情怀”，
汤沐表示，他的创作灵感诞生于无
锡，里面也有许多无锡籍或在无锡战
斗过的新四军战士。谭震林的外孙
虞斌在现场驻足，他说，外公所率领
的新四军六师的驻地在无锡，看到这
次的肖像画展很感动，这是传承新四
军铁军精神的一个新方式。（黄孝萍）

“江抗”东进85周年纪念活动举行

12位新四军将领后人齐聚无锡

新四军历史人物肖像画展在无锡首展


